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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向阳 杨琦）记
者从州商务合作局获悉， 据成
都海关统计数据， 今年 1 至 10
月 ， 全州实现外贸出口总额

1069.23 万美元， 同比增长 48.
23%，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1.
73%，提前 2 个月超额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创历史最好水平。

我州提前 2个月完成全年出口任务

本报讯 （杨琦 记者 宋志
勇） 近日， 记者从州发改委获
悉，我州“电力天路 ”工程 1 至
10 月完成投资 86.4 亿元， 为年
度投资计划的 115.2%。

其中， 康定至蜀州 500 千
伏扩建工程基本建成； 川藏联
网工程、新都桥 500 千伏、雅江
220 千伏项目已建成投运 ，得
荣茨巫 220 千伏正抓紧建设 ，
预计年内建成；康定新城、乡城
等 17 个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正抓紧建设，力争年内建成；溪
古 500 千伏正抓紧建设， 乡城
50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基础
施工基本完成， 正在开展设备
安装；长河坝、黄金坪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已取得核准 ，年
内开工建设； 康定至蜀州线路
改接工程（雅特配套）正在开展
前期工作 ；2013、2014 年无电
地区电力建设项目正抓紧建
设，1 至 10 月完成投资 28.2 亿
元，预计年内基本建成。

我州“电力天路”工程已完成投资 86亿

■
晏
扬

把
年
末
的
钱
﹃
突
击
﹄
花
在
民
生
上

本刊投稿邮箱：gzbjjmszk@163.com

即将过去的 2014 年最后两个月，全
国财政将花掉预算中的近 4 万亿元，这
意味着全年超过四分之一的财政资金在
最后两个月内集中花掉。多位专家表示，
年末突击花钱现象再次出现。

客观而言，年末突击花钱是多方面
原因造成的。 比如，每年全国人大在 3
月份批准中央财政预算 ， 经过一些流
程，中央财政的钱拨付到地方时已经是
第三 、第四季度 ；再比如 ，地方税收入
库的时间往往比较晚，上半年很多项目
都在“等米下锅”；还比如，《预算法 》要
求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很多地方到年末
弄清全年财政收入后 ，再 “量入为出 ”
执行支出项目。

这就是说，年末突击花钱并不等于违
规花钱，而是涉及预算审批、会计制度、预
算编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
预算支出不均衡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
比如日本 2011 年到 2012 年预算年度，最
后一个月的支出占到预算总支出的 14%。
所以，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和面对一个事
实： 在目前的预算体制和财政体制下，年
末突击花钱有其必然性。

既然年末突击花钱不可避免，那么怎
么花钱就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应该看
到，年末突击花钱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其
中也不乏主观因素，比如有些部门为了下
一年度获得较多的预算，不惜巧立名目、弄
虚作假，把本可以节约的钱突击花掉，甚至
花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购置年货、发放
节日红包上。 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
风”的背景下，这种“权力自肥”的败家子行
为，必须受到严厉遏制和打击。

年末突击花钱应该 “突击 ”花在民
生上。 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加大了民生投
入力度，但相比现实需求和民众期望，仍然
显得捉襟见肘，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扶
贫等民生领域欠账太多，亟须各地政府承
担更多责任。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理当“用
之于民”，不管是政府平时花钱还是年末突
击花钱， 都应该把目光盯在民生项目上。
事实上，很多民生投入虽然列入地方政府
年度预算，但鉴于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很
多民生项目也一直在“等米下锅”，财政资
金并没有落实到位。 当年末政府有钱之
时，理应及时填补欠账，优先保证民生项目
预算执行到位。 在此基础上，如果政府还
有钱没有花完，在预算之外增加一些民生
支出，显然未尝不可。 在解决民生问题上，
人们永远不嫌政府投入太多，何况现在投
入的并不多。

正所谓“好饭不怕晚”，只要政府的的
确确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么“年末突击花钱”
也就不是一个让人焦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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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杨 文 /图 ）
4 日晚上，州委书记胡昌升专程
来到色达五明佛学院 ， 看望慰
问困难僧尼 ， 向他们送去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 ， 希望他们能够
温暖过冬。

数九寒天的甘孜大地， 天寒
地冻、砭人肌骨。 今年 1 月 9 日，
五明佛学院僧舍发生火灾， 如今
受灾僧尼能否温暖过冬是胡昌升
十分关心的事情 。 4 日晚上 19
点，胡昌升一行冒严寒、顶寒风，
来到五明佛学院， 从寺管会了解
受灾僧尼安置情况。 得知受灾僧
尼已妥善安置，胡昌升十分高兴。

随后， 在寺管会成员的陪同
下， 胡昌升对五明佛学院的困难
僧尼进行了慰问。

胡昌升向他们送去了慰问金
和毛毯，并说道，“冬天到了，天气
十分寒冷， 希望你们好好保重身
体，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同时在寺
管会的带领下潜心修行”。胡昌升
指出，寺庙是基本社会单元，寺庙
僧人是基本群众， 要全面落实困
难僧尼的社会和社会救助等民政
惠民政策。

州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向
秋， 色达县和州级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慰问。

胡昌升看望慰问困难僧尼
本报讯 （记者 秦松 ）12 月 4 日下

午 ， 州政府州长益西达瓦主持召开十一
届州人民政府第 20 次常务会 。 会议要
求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王东明 、省长
魏宏在我州抗震救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和州委常委 （扩大 ）会议精神 ，切实
做好康定 “11·22”重大地震抗震救灾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会议要求要全力做好康定“11·22”重
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一
是按照 “六有六防 ”的总体要求妥善安置
受灾群众，全力确保安置帮扶工作落实到
位，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二是全力做
好伤员救治工作，维护灾区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加强社会面稳
定管控，有力有序抓好抗震救灾工作。 三
是抓紧启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加强组
织领导和政策研究，突出城乡居民住房重
建重点，把灾后恢复重建与基础设施和公
共设施建设 、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 、生态
建设 、新型城镇化 、农牧民增收致富紧密
结合起来 ，坚持 “以人为本 、民生优先 ，因
地制宜 、科学重建 ，安全第一 、保证质量 ，
保护生态 、突出特色 ，团结进步 、安定和
谐 ”的原则 ，努力实现灾区 “思想观念 、基
础设施 、公共服务 、特色产业 、社会管理 、
防灾救援能力”六大提升。 四是统筹做好
抗震救灾和日常工作，继续发扬坚韧奋进
的甘孜精神 ，做到抗震救灾 、灾后重建与

政府日常工作两手抓、两不误。 五是及早
研究谋划 “十三五”重点工作。

会议在审议 《甘孜州工商系统行政
管理体制调整实施方案 》《甘孜州质监系
统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实施方案 》时指出 ，
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是一次任务艰巨 、影
响深远的重大改革 ， 也是全州深化改革
的一项重要内容。 要按照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 、 省政府的总体要求 ， 坚持依法调
整 、以人为本 、稳步推进的原则 ，充分考
虑所面临的问题 ，制定科学可行的措施 ，
有效稳步推进体制调整。

会议在审议《甘孜州推进新型城镇化
实施方案 》时指出 ，要按照我州城乡发展
“多点多极支撑 ”思路 ，坚持 “三化联动 ”
战略，遵偱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城乡统筹，
进一步修改完善方案，确保方案更加适应
我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会议还审议了 《甘孜州人民政府第七
次第四批清理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决定（草案）》《甘孜州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的
请示》《甘孜州干线公路基层养护站点规划
研究成果报告》《甘孜州森林防灾减灾体系
建设情况》，学习了新《预算法》。

州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汪洋，州委常委、州
委秘书长张平森应邀出席会议， 州政府副州
长、秘书长参加会议，州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
副主任和州监察局、州政府法制办、与议题有
关的州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十一届州人民政府召开第 20 次常务会

认真贯彻落实王东明、魏宏重要指示
切实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新华社成都 12 月 4 日电 （记者吴晓颖 、董小
红）“没想到，震后第一个来看我们的 ‘亲戚 ’是干
部。 ”住在临时安置点的震中塔公乡塔克村牧民村
之志玛说 ，11 月 23 日 ，康定地震后第二天 ，跟她
毫无血缘关系的“亲戚”罗让降央就赶了几十里山
路来看望他们了。

罗让降央是塔公乡一名乡干部，包括村之志玛
在内的塔克村 8 户牧民是他在“结对认亲”群众工
作活动中认下的“亲戚”。 从 2012 年起，甘孜州推进
群众工作“全覆盖”，要求全州各乡镇每名干部“结
对”10 至 12 户、县级机关每名干部职工“结对”4 至
8 户、 州级部门每名干部职工 “结对”2 至 6 户，教
师、医生每人“结对”一户。 两年多来，6 万多名公职
人员与 25 万多户农牧民“结亲戚”，实现了与农牧
民结对认亲不留“盲区”。

甘孜州委书记胡昌升说，“结对认亲”是一种密
切干群关系、转变干部作风的群众工作方法。 在这
次地震中，它发挥出消除群众恐慌心理、维护社会
秩序、促进救灾安置的作用。

11 月 22 日康定地震发生后 ， 甘孜州积极组
织抢险救灾，要求每名干部第一时间赶到震区“结
对子”的农牧户家中，疏导情绪、协助安置，发放救
灾物资，维护灾区秩序。 不能到现场救灾的，也要
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慰问、帮助受灾农牧民。 目
前，全州已有 200 余个走亲访亲小分队进村入户、

帮助结对亲戚抗震救灾。
震后第六天， 记者在受灾最重的道孚县八美镇

中谷村看到，一名 20 多岁的姑娘在受灾村民泽荣拉
姆家忙前忙后。她是与拉姆家“结对子”的八美中学老
师梦吉卓玛。地震发生时，梦吉卓玛正在外地走亲戚，
听说拉姆家受灾严重，房子倒塌，她第二天一早就赶
到拉姆家中，带来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看到她来 ，我们全家心里踏实多了 。 ”泽荣
拉姆说。

记者采访发现 ，以 “结对认亲 ”为突破口 ，甘
孜州已逐渐形成一整套群众路线 “走基层 ”常态
化机制 ，及时把握民情 、化解民怨 ，使干部与群
众的心越贴越近 。

在受灾较重的道孚县金龙寺，记者看到，寺庙
大殿一侧的墙体已全部垮塌，部分僧房损毁，但这
并没有影响平时的法事活动———僧人们在政府帮
忙搭建的帐篷里诵经。 在大殿后院，10 多顶大小各
异的帐篷搭在草地上，作为僧人的临时居所。

寺庙管委会主任向巴扎西说，“这些帐篷都是
当天夜里政府送来的，今天又发了可以御寒的棉帐
篷。 多亏了政府，我们才没挨饿受冻。 ”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震后，康定县委办公室
干部王开珍，一直坚守在“结对子”农牧民村上抢险
救灾，因劳累过度和缺氧两次晕倒；塔公乡塔公村
村长冲翁杜吉，年近七旬，抢伤员、搭帐篷、发物资，

甚至组织党员服务队通宵巡逻……
“通过 ‘结对认亲 ’，我们真切感

受到了群众的苦处和难处。 只要用心
用力用情为群众做实事，群众自然会
尊重你、信任你。 ”甘孜县昔色乡党委
书记泽仁洛加说。

“震后第一个来看我们的是干部‘亲戚’”
———“结对认亲”让四川康定灾区干部群众心越贴越近

康定县民宗局多吉泽郎（左二）在结对户央吉家查看灾情。
本报讯 (泸定县政府新闻

办 )12 月 5 日凌晨 6 点 20 分
左右，泸定县冷碛镇木瓜沟村
四组一栋独立石木结构农房
发生火灾 。 目前火灾已扑灭 ，
确定死亡人数 3 人 ，烧毁房屋
一栋。 公安 、消防等部门正在
开展火灾原因调查 ，火灾损失
正在核查过程中。

火灾发生后， 泸定县赓即
启动应急预案， 迅速组织消防
官兵、镇民兵应急分队及镇、村
干部群众到现场进行扑救。 泸
定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
时间率公安、民政、安监 、消防
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火灾扑
救、 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等相

关工作。 该县民政部门紧急组
织 200 斤大米 、80 斤清油 、10
床棉絮、10 床棉被、1 套厨房用
具及应急资金等， 对受灾户开
展安抚慰问工作。 成立了事故
处置工作组， 对相关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州政府副州长张永
德带领州安监、 消防等部门负
责人赶赴泸定召开专题工作
会，并提出四点指示，要求重点
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截至目前，泸定县委、政府
主要领导及当地党委、 政府已
对受灾家属开展安抚慰问 ，慰
问物资及应急资金等已送到受
灾家属手中，家属情绪稳定，善
后工作正有序展开。

泸定快速妥善处置冷碛镇“12·5”火灾事故


